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 号 
——审计证据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获取审计证据的内容、数量和质

量，以及为获取审计证据所需实施的审计程序，制定本准则。 

第二条 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。 

第三条  本准则所称审计证据，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出审计结

论、形成审计意见而使用的所有信息，包括财务报表依据的会计记录

中含有的信息和其他信息。 

第四条  依据会计记录编制财务报表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责

任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测试会计记录以获取审计证据。 

会计记录中含有的信息本身并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审计证据作为

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，注册会计师还应当获取用作审计证

据的其他信息。 

第五条  可用作审计证据的其他信息包括注册会计师从被审计

单位内部或外部获取的会计记录以外的信息；通过询问、观察和检查

等审计程序获取的信息；以及自身编制或获取的可以通过合理推断得

出结论的信息。 

第六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以得出合

理的审计结论，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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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 

 

第七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职业怀疑态度，运用职业判断，评

价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。 

第八条 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是对审计证据数量的衡量，主要与注

册会计师确定的样本量有关。 

审计证据的适当性是对审计证据质量的衡量，即审计证据在支持

各类交易、账户余额、列报（包括披露，下同）的相关认定，或发现

其中存在错报方面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。 

第九条  注册会计师需要获取的审计证据的数量受错报风险的

影响。错报风险越大，需要的审计证据可能越多。 

注册会计师需要获取的审计证据的数量也受审计证据质量的影

响。审计证据质量越高，需要的审计证据可能越少。 

尽管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相关，但如果审计证据的质量存

在缺陷，注册会计师仅靠获取更多的审计证据可能无法弥补其质量上

的缺陷。 

第十条  在确定审计证据的相关性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： 

（一）特定的审计程序可能只为某些认定提供相关的审计证据，

而与其他认定无关； 

（二）针对同一项认定可以从不同来源获取审计证据或获取不同

性质的审计证据； 

（三）只与特定认定相关的审计证据并不能替代与其他认定相关

的审计证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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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受其来源和性质的影响，并取决于

获取审计证据的具体环境。 

注册会计师通常按照下列原则考虑审计证据的可靠性： 

（一）从外部独立来源获取的审计证据比从其他来源获取的审计

证据更可靠； 

（二）内部控制有效时内部生成的审计证据比内部控制薄弱时内

部生成的审计证据更可靠； 

（三）直接获取的审计证据比间接获取或推论得出的审计证据更

可靠； 

（四）以文件记录形式（无论是纸质、电子或其他介质）存在的

审计证据比口头形式的审计证据更可靠； 

（五）从原件获取的审计证据比从传真或复印件获取的审计证据

更可靠。 

在运用本条前款第（一）项至第（五）项所述的原则评价审计证

据的可靠性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注意可能出现的重大例外情况。 

第十二条  审计工作通常不涉及鉴定文件记录的真伪，注册会计

师也不是鉴定文件记录真伪的专家，但应当考虑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

的可靠性，并考虑与这些信息生成与维护相关的控制的有效性。 

如果在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情况使其认为文件记录可能是伪造

的或文件记录中的某些条款已发生变动，注册会计师应当作出进一步

调查，包括直接向第三方询证，或考虑利用专家的工作以评价文件记

录的真伪。 

第十三条  如果在实施审计程序时使用被审计单位生成的信息，

注册会计师应当就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审计证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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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如果针对某项认定从不同来源获取的审计证据或获

取的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能够相互印证，与该项认定相关的审计证据

则具有更强的说服力。 

如果从不同来源获取的审计证据或获取的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

不一致，可能表明某项审计证据不可靠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追加必要的

审计程序。 

第十五条  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获取审计证据的成本与所获取

信息的有用性之间的关系，但不应以获取审计证据的困难和成本为由

减少不可替代的审计程序。 

 

第三章  获取审计证据时对认定的运用 

 

第十六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详细运用各类交易、账户余额、列报

认定，作为评估重大错报风险以及设计与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基

础。 

认定是指管理层对财务报表各组成要素的确认、计量、列报作出

的明确或隐含的表达。 

第十七条  注册会计师对所审计期间的各类交易和事项运用的

认定通常分为下列类别： 

（一）发生：记录的交易和事项已发生，且与被审计单位有关； 

（二）完整性：所有应当记录的交易和事项均已记录； 

（三）准确性：与交易和事项有关的金额及其他数据已恰当记录； 

（四）截止：交易和事项已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； 

（五）分类：交易和事项已记录于恰当的账户。 

 4



第十八条  注册会计师对期末账户余额运用的认定通常分为下

列类别： 

（一）存在：记录的资产、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存在的； 

（二）权利和义务：记录的资产由被审计单位拥有或控制，记录

的负债是被审计单位应当履行的偿还义务； 

（三）完整性：所有应当记录的资产、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均已记

录； 

（四）计价和分摊：资产、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以恰当的金额包括

在财务报表中，与之相关的计价或分摊调整已恰当记录。 

第十九条  注册会计师对列报运用的认定通常分为下列类别： 

（一）发生以及权利和义务：披露的交易、事项和其他情况已发

生，且与被审计单位有关； 

（二）完整性：所有应当包括在财务报表中的披露均已包括； 

（三）分类和可理解性：财务信息已被恰当地列报和描述，且披

露内容表述清楚； 

（四）准确性和计价：财务信息和其他信息已公允披露，且金额

恰当。 

 

第四章  获取审计证据的审计程序 

   

第二十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实施下列审计程序，获取充分、

适当的审计证据，得出合理的审计结论，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： 

（一）风险评估程序； 

（二）控制测试（必要时或决定测试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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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质性程序。 

第二十一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风险评估程序，以此作为评估

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基础。 

风险评估程序本身并不足以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、适当的审

计证据，注册会计师还应当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，包括实施控制测试

（必要时或决定测试时）和实质性程序。 

第二十二条  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控制测试是必要的： 

（一）在评估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时，预期控制的运行是有效

的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控制测试以支持评估结果； 

（二）仅实施实质性程序不足以提供认定层次充分、适当的审计

证据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控制测试，以获取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的

审计证据。 

第二十三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计划和实施实质性程序，以应对评

估的重大错报风险。 

注册会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是一种判断，并且由于内部控

制存在固有局限性，无论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结果如何，注册会计师

均应当针对所有重大的各类交易、账户余额、列报实施实质性程序，

以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第二十四条  注册会计师可以采用下列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： 

（一）检查记录或文件； 

（二）检查有形资产； 

（三）观察； 

（四）询问； 

（五）函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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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重新计算； 

（七）重新执行； 

（八）分析程序。 

在实施风险评估程序、控制测试或实质性程序时，注册会计师可

根据需要单独或综合运用本条前款第（一）项至第（八）项所列审计

程序，以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第二十五条  检查记录或文件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内

部或外部生成的，以纸质、电子或其他介质形式存在的记录或文件进

行审查。 

检查记录或文件可提供可靠程度不同的审计证据，审计证据的可

靠性取决于记录或文件的来源和性质。 

第二十六条  检查有形资产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资产实物进行审

查。 

检查有形资产可为其存在性提供可靠的审计证据，但不一定能够

为权利和义务或计价认定提供可靠的审计证据。 

第二十七条  观察是指注册会计师察看相关人员正在从事的活

动或执行的程序。 

观察提供的审计证据仅限于观察发生的时点，并且在相关人员已

知被观察时，相关人员从事活动或执行程序可能与日常的做法不同，

从而影响注册会计师对真实情况的了解。 

第二十八条  询问是指注册会计师以书面或口头方式，向被审计

单位内部或外部的知情人员获取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，并对答复进

行评价的过程。 

知情人员对询问的答复可能为注册会计师提供尚未获悉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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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佐证证据，也可能提供与已获悉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信息；注册会

计师应当根据询问结果考虑修改审计程序或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。 

询问本身不足以发现认定层次存在的重大错报，也不足以测试内

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，注册会计师还应当实施其他审计程序获取充

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第二十九条 函证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了获取影响财务报表或相

关披露认定的项目的信息，通过直接来自第三方对有关信息和现存状

况的声明，获取和评价审计证据的过程。 

第三十条  重新计算是指注册会计师以人工方式或使用计算机

辅助审计技术，对记录或文件中的数据计算准确性进行核对。 

第三十一条  重新执行是指注册会计师以人工方式或使用计算

机辅助审计技术，重新独立执行作为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组成部分的

程序或控制。 

第三十二条  分析程序是指注册会计师通过研究不同财务数据

之间以及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，对财务信息作出评

价。 

分析程序还包括调查识别出的、与其他相关信息不一致或与预期

数据严重偏离的波动和关系。 

第三十三条  审计程序的性质和时间可能受会计数据和其他相

关信息的生成和储存方式的影响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提请被审计单位保

存某些信息以供查阅，或在可获得该信息的期间执行审计程序。 

第三十四条  某些会计数据和其他信息只能以电子形式存在，或

只能在某一时点或某一期间得到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这些特点对审

计程序的性质和时间的影响。 

 8



当信息以电子形式存在时，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使用计算机辅助

审计技术实施某些审计程序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   

第三十五条  本准则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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